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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统战，重庆谱写精彩华章
百年共绘同心圆，风雨同舟行大道。
100年前，中共二大作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是党关于统一战

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百年进程中，重庆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也绘就了

风雨同舟的统战画卷。作为党的统战工作重要实践地、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

和“政治协商”的诞生地，重庆拥有光荣的统战历史、优良的统战传统、深厚的统战底
蕴、丰富的统战实践，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10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市委
统战部二级巡视员、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原常务
副馆长林勇，听他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庆领导和开展统战工作的功史佳
话，以及重庆为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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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导游正给游客介绍周公馆历史。（摄于2021年6月20日）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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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重庆为何被称为“统一
战线先锋”？

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迈出了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性一步

“重庆的统战历史可追溯到1924年1月。”
林勇对重庆统战历史了然于怀。

鸦片战争后，在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的长夜
里，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和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
败，让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如果不结成最广泛
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民党改
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
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
政策的重大胜利。重庆‘团地委’积极响应中共
三大的号召，广泛动员中共党员、团员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林勇说，这也翻开了四川地区
国共合作的崭新一页。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四川国
民党地方组织，右派频繁活动、势力强大。1925
年4月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考虑到
吴玉章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深厚渊源，指示吴
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

“吴玉章对重庆统战工作影响深远！”跟随
林勇的讲述，我们仿佛回到那个时局混乱、风雨
如晦的年代。

1925年8月15日，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组织部部长吴玉章抵达重庆，四天后他就召开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第一次改组会议。

从此，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闇
公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组织广大工人、农民在
全川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6年6-7月，中共重庆地委深入到南川、
涪陵、丰都、垫江、石柱等县农村开展农运工作。
随着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在全川各
地的广泛开展，基层民众的革命意识得以迅速觉
醒，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一时间，川渝地区一跃成为全国革命形势发
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党中央对川渝共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26年9月20日的《中央局报告——党
在各方面工作发展情形》中就曾提到，‘四川省
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
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林勇说，报
告中所说的“最好工作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指
四川地区统战基础深厚，统战工作扎实有效，解
决了全国其他地区未能解决的党在国共合作中
的领导权问题。

抗战时南方局为何被称为
“联合抗日的前哨”？

南方局在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共同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各党派各团体相聚重庆，为民族大义携
手并进。重庆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内迁
难胞，以坚毅不屈的精神担负抗战重任。

历史选择了重庆，重庆也没有辜负历史的
重托。

曾家岩50号，也被称为“周公馆”。抗战时
期，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
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
前线阵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亲自在这里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民主进步力
量，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大联合大团
结，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难忘的瞬间、精
彩的华章。

在林勇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他归纳的以周
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开展统战
工作的“大事”——

1939年初，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
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要
机构入驻周公馆；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邀在巴蜀小学
广场，向工商界在内的3000多人作了题为《国
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

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正式在重
庆成立并举行首次演出，打响了“雾季公演”第
一炮；

……
“周恩来初到重庆时，环境极为复杂险恶。”

林勇讲述了当时周公馆所面临的处境：馆外，大
门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的派出所，右侧不远处
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馆内，国共两
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栋楼。

如此环境下，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在重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
抗日，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赢得了主动。

哪些属于“可以团结的力量”？
“比如国民党民主派、中间党派、文化界代表

人士、知识分子、工商实业界、海外华侨等等。”林
勇举例说，南方局非常重视团结国民党民主派，
周恩来等人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
谭平山等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
见。此外，南方局还注重发挥进步文化界的社会
作用，专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团结争
取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文化运动。彼时，郭沫
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艾青、田汉等一批中
国优秀文化人跋山涉水集聚重庆，他们以笔为刀
枪、以文为子弹，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局成立之初就专门设
立华侨工作组，周恩来还亲自同港英当局交涉
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近距离对华侨人士
开展宣传。

重庆为何被称为“民主
党派的摇篮”？

民盟、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
同志联合会、民建、九三学社在重庆
成立

抗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政治
力量汇聚重庆。在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
中，民盟、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
会、民建、九三学社在重庆相继成立。

位于嘉陵江畔的特园，原为著名爱国民主
人士鲜英的公馆，是抗战时期中共和各民主党
派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秘密基地。两个民主党派
就在特园成立。

民盟是其中之一。
林勇介绍，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以

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
起来。在南方局帮助下，黄炎培、张澜等13人
于1941年3月19日在特园秘密开会，以统一
建国同志会为基础，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
会贤达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
国民主同盟，成为国共两党之外最大的中间党
派。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另一个在特园成立
的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
之一。

1941年5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王炳
南、王昆仑等秘密筹划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
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
革），小民革成员大都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其
中不少成为后来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的骨干。1945年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南方
局的支持和推动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特
园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日本投降后，在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直
接引导和帮助下，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顺
应“民主建国”的时代呼声，于1945年12月在
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
由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知识分子等
组成，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支崭新的力
量。

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鼓励下，1946年 5月
4 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宣告成立。
多年来，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风雨同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
了力量。

“还有两个党派和重庆也有很深的渊源，那
就是农工民主党和致公党。”林勇介绍，中华民
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抗战时期，农工党中央机关移驻重庆，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致公党从党、堂
并存到成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其筹
备工作也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完
成的。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有力促进了
民主阵营的形成和民主政治力量的壮大，把统
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开创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为赢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林勇
说。

为何说“政治协商”诞生
于重庆？

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
议，开启了各党派通过政治协商解决
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先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
既根植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
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
政党制度。

但少有人知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国先
后召开了两次政治协商会议：一次是1946年根
据“双十协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
协”），这次会议尽管是由国民党召集，但却是中
国共产党团结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推
动召开的；一次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召开的“新
政协”会议。

抗战胜利后，为了给发动内战争取时间，同
时在政治舆论上获得主动，把不愿和平的罪名
强加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
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率
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
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内
容包括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
治协商会议，党派平等合法等等。至此，“政治
协商会议”得以在正式文件中确定下来。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
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共有38名来自国民
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等不同政党的代表和
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

“旧政协”是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中共代表团团结多数中间
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
力、有节的斗争，促成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
织问题的协议》等5项协议。“它开启了各党派
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先河，
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第一次尝
试，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在某种
程度上，‘旧政协’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国民主和
专制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林勇说。

但会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否定了整个
政协协议的合法性，最终悍然发动内战。

尽管如此，平等协商的政协精神已经深入
人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
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
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
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西南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
为何堪称典范？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
央西南局，掀开了西南地区团结建政
的崭新篇章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稳定、建设大西南，成
为摆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
面前的一道新考题、必答题。

1949年12月9日，在率西南局进驻重庆次
日，邓小平就组织召开了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
人士座谈会，此后又相继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学
生座谈会、文化教育界座谈会、工商界座谈会，
有力打消了各界对新政权的疑虑，统一了民心
民意。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西南局召开第
一届重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筹备会议过程
中，邓小平非常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和会议的民
主性。”林勇列举了一组数据：会议代表中，工人
代表占20%，工商界代表占13.5%，文化教育界
代表占10.5%，妇女界代表占8.25%。

西南局对统一战线的重视还体现在很多方
面。

“解放后，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城市建设
和经济发展，邓小平积极团结工商业界开办工
厂、恢复生产，参加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此
外，在西南地区知识分子教育改造中，邓小平还
坚持把学生、教职员是否赞成、是否拥护作为开
展工作的重要标准，赢得了广大中间群众特别
是知识分子的支持。”林勇说。

在西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种类繁多、人口
聚集的地区，能否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是巩固
政权的重中之重。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
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在
民族杂居区组织联合政府，在民族聚居区成立
区域自治政府。

“提起西南局的民族工作，不得不提到和平
解放西藏这一历史功绩。”林勇说，在解放西藏
问题上，邓小平坚定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
重于战斗”的原则，得到中央高度肯定，成为了
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政策基础。

“百年来，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迈出了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性一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
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中共中央西
南局在重庆掀起团结建政的热潮。毛泽东、周
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在
这里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民主进步力量，有力推
动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大联合大团结，创造了
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最难忘的瞬间、谱写了精
彩华章。”林勇郑重说道。

1926年2月

由杨闇公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
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把
四川地区的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
作逐步推向高潮。

1939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
立，此后8年多，领导国统区党的建
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为巩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
新中国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1941年1月18日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
发表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
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通过中
共中央南方局的艰苦工作，维护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3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
成立。

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由延安
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43天的
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
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28日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特
园举行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宣告
成立。

1945年12月16日

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
实业大厦成立。

1946年1月10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
礼堂开幕。

1946年5月4日

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成立。

1951年3月26日

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
线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重视
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讲话。

1978年4月8日

重庆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举
行联席会议，宣布重庆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的临时领导小组成立，至
此，重庆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始
恢复工作。

1982年5月15日至18日

重庆在全国率先组织市级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开展暑期谈
心活动，并作为一项制度每年坚持。

2004年3月9日

中央统战部在重庆建立首个全
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2011年中
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建成开馆。

2020年7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
上称赞卢作孚是爱国企业家的典
范。为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重庆创
办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建成全国民
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

2022年5月27日至31日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
大会召开，统战文化被纳入重庆主体
文化体系，写入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

重庆统战历史

大事记


